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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静（1972- ），男，安徽芜湖人，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手工艺。

手工艺，在我国也被称作工艺美术，是一个古

老的行业，是以家族的血亲关系和师徒关系为纽带；

以“手手相传”和口头“艺诀”形式传承的技艺为核心；

借助简单工具，以手工的方式，进行单件的或小批

量的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为功能较简单的生活用

品和家居装饰品。生产的规模一般较小，根据产品

的销量，一个人或几十人都可以。这使得手工艺行

业对外在的条件依赖程度很小，只要有技艺，任何

地方都可以进行生产。即使轰轰烈烈的西方工业革

命和资本主义革命也没有完全改变西方的传统手工

艺，却激发了威廉·莫里斯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

拒绝工业革命的“没有灵魂”的机器产品，抵制工

业制造品以及媚俗的矫饰艺术。倡导手工艺的回归，

强调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把工匠提升到艺术家的

地位上，注重手工艺品的人性化。所以，手工艺行

业千百年来基本保持着它固有的行业特点。

我国的手工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却因社会制

度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我国手

工艺的发展影响深远。由于连年战乱，几乎让九成

以上的手工艺人流离失所，手工艺整体处于崩溃的边

缘，整个国民经济也同样处于崩溃的边缘。1949 年至

1952 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政策，如尊重

个体经营者的自主选择权、允许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

的存在、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存在等。经过三年的

恢复，手工艺行业因其特点，迅速的率先恢复。

当时正逢国家急需大量外汇支持建设。在科技

与工业完全落后的情况下，我国轻、重工业品在国际

上都处于滞销状态。只有手工艺行业那精湛的工艺

和民族特色，深受东南亚乃至欧美国家的欢迎，成

为当时国家赚取外汇的重要财源。如北京牙雕厂一

个雕件，就能换回一辆伏尔加小轿车，整个厂的创

汇总额相当于半个首钢的价值。而手工艺行业个人

的、小作坊式的、分散化等特征严重影响了产品的

数量与质量。同时，因为社会制度建设的需要，确

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

和国家建设按计划进行。在手工艺行业恢复正常的

前提下，对手工艺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艺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

来实现的。在 1949——1952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

国家针对手工艺行业提出“保护、发展、提高”的

方针和“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开始有重点、

有步骤地进行了手工业合作社的典型试办。建立合

作社的原则是入社自愿、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

家援助。中央人民政府鼓励老手工艺人“归队”，成

立合作社，采取供应原料、税收扶持、低息贷款、

收购成品等方式，对分散在城市角落的小手工艺和

广大农村地区的副业进行扶持，尤其是对有悠久传

承史的工艺品种类进行了挖掘。全国各地试办了一

些合作组织，如天津第一地毯生产合作社、长沙湘

绣社、北京象牙雕刻合作社、常熟花边供销社、苏

州刺绣合作社等，它们的成功运营为后来的全面合

作化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四个

阶段：1952 年至 1956 年是试点期；1956 年进入合

作化运动高潮期；1957 年属于完成期，也就是基本

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 年以后至上

世纪 80 年代属于制度延续期。手工艺行业合作化的

成效是很显著的，新中国成立前，手工艺品的出口额，

最低年份仅数万美元，在“合作化”运动试点期的

四年（1952--1956）里，出口总额增长至 2.44 亿元，

换取外汇 76 万美元。这是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

意味着手工艺行业合作化道路取得成功。

手工艺行业合作化取得成功除了与国家意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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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还和广大手工艺人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如北

京玉雕大师潘秉衡自 1954 年加入北京第一玉器合作

社后，担任了技艺总指导，公开传授“压金银丝嵌宝”

技艺；北京雕漆生产合作社工艺美术师刘金波有一

手“铲山”能出四面的绝技，他和徒弟签订保教保

学合同，多次给徒弟示范，还利用假日带徒弟到公

园看真山，又画又作，反复多次地传授绝技。这在“宁

赠一锭银，不传一口春”的旧手工艺行业中是难以

想象的。政府究竟采用了哪些政策使得广大的手工

艺者放弃千百年来形成的行业习惯，义无反顾地投

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之中的呢？

广大手工艺人的热情参与积极性首先来源于社

会地位的提高。解放前，手工艺人处于下九流的地位，

被视为“贱民”，职业和人格得不到尊重。新中国成

立以后，手工艺人被划分为“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

领导阶级。从被压迫、被统治变为国家的主人，无

疑是十分荣耀的。当然，也不是无条件的。那些依

然进行家庭生产和小作坊生产的手工艺人要获得工

人阶级的身份就必须“去私”入社。在翻身做主人

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与国家的政策宣传下，手工艺人

革命热情高涨。在 1956 年 1 月 15 日的北京市庆祝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牙雕老艺人杨士惠代表

全市手工艺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报告喜讯，

使“去私”入社的合作化热情达到高潮，也标志着

全国手工艺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身份的

变化使手工艺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转折性变化，不再

关注个人的、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以主人公的姿态、

以国家利益的标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体制的变化，使得个人的生老病死有了国家的

保障。在旧的社会体制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手工艺

人是没有任何生存保障。小农经济的经济圈相对狭

小，产品的销售有限，对产品市场的垄断就是生存

的保障。为了保持这种垄断，生产技术的传承是通

过血缘关系，在家族间或小村落中传承，对无血亲

关系的学徒管理则很严。学徒需日夜随侍师傅身边，

只有等到师傅对徒弟有了情感上的认同，甚至是在

师傅临终前，才有可能真正向他传授特殊艺诀和看

家本领。合作化后，手工艺人的生存有了国家保障，

同时辅助以人事制度、福利制度、技术职称、荣誉称

号等政策的激励，1956 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筹委

会主任白如冰在总结当时的工作经验时说：“对艺人

的创作，要在工作场所、参观、旅游等方面给予帮助。

如创作出优秀产品，要马上给予物质奖励，并在报

上宣传。对艺人带徒弟传授技艺，还要给予教学津贴。

在政治待遇方面，应该让艺人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

给予一定政治地位和适当的学术头衔（如某某专家、

技师、技术顾问等），并吸收他们参加美术协会。各

种工艺美术品应标记创作者姓名，以鼓励其钻研技

术的积极性。”在这些政策保障与物质、精神的激励

下，老艺人们乐于公开自己手中的技艺。手中的绝

活从生存保障转化为社会认可、政治荣誉和社会地

位，大大激发了老艺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

性。除了在工厂公开收徒，还有集体攻关、相互观

摩、发表文章、参与技术交流会等，使得手工艺的

技术得到全面恢复与发展。如 1956 年，江苏省人民

政府为传承紫砂工艺特地命名了七位“老艺人”称号，

厂里普遍称“老辅导”，他们是任淦庭、朱可心、裴

石民、吴云根、王寅春、顾景舟、蒋蓉 ( 以出生年月

排序 )。他们各怀奇技，精心创作，并培养了数以百

计的青年艺徒，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优秀者成为大师

级人物，使紫砂陶艺踏进了历史发展的空前繁荣时

期。

旧社会手工艺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手手相

传”的技艺传承方式出师时间长，效率低，学徒只能

掌握师傅教授的技艺，缺乏创新能力，显然不能符

合新时期手工艺发展的需要。为解决创新与发展的

问题，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集中了一批有一定技

术能力的老艺人建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创立了手

工艺科学研究制度。1954 年，江苏省率先成立无锡

惠山泥人研究所和南京云锦研究所，至 1965 年，全

国有各级工艺美术研究所（室）45 个。这些研究所

主要工作是挖掘、恢复传统产品，总结传统技艺，整

理相关史料，进行工艺研究和革新。还有一些老艺人，

为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将他们送进艺术院校交流

学习。如北京的玉雕艺人王树森进入中央美术学院，

跟随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学习；扬州的玉雕艺人黄永

顺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学习。徐悲鸿、庞薰琴、雷圭元、

沈从文等著名专家也经常下厂进行指导。许多工厂

都创办了学习组，除传授技艺外，还学习诸如文学

等课程，以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如 1955 年 10 月，

在宜兴县镇府的重视下，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招收

徒工，建立了紫砂工艺学习班，由朱可心、顾景舟、

吴云根、王寅春担任辅导，学员有 35 人。1956 年

11 月，工场又招收了第二批徒工 26 名，分成两个班，

由吴云根、王寅春分别担任辅导员，原来徒弟并给

朱可心、顾景舟。老艺人专门从事带徒而不从事生产，

徒工三年学徒期间没有生产压力。由名艺人传授技

艺，有良好外部条件和生活条件，还经常评比、参观，

听文学老师讲课，使这批原本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一

定艺术素养的艺徒迅速成长，技艺进步较快。这种

情况是院校培养和民间传统带徒方式相结合的好方

法。自 1958 年开始，这种学习班升格为工艺美术学

校，对口培养手工艺专业人才。如北京、扬州的玉

器厂就在厂内建立了玉器技工学校，培养了大批人

才，当今著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萧海春、宋世义、

郭石林、张志平、薛春梅等就是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这些举措使得手工艺在建国初期人才云集，充满了

研究、交流、革新的氛围，手工艺人的工作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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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各个手工艺门类都创作了大量划时代的

作品，如牙雕《飞夺泸定桥》图 1、玉雕《兄妹开荒》、

木雕《国际歌》、漆屏《南京长江大桥》等，不仅工

艺精湛，而且充满了时代特色。

作坊化的手工艺生产一般规模较小，首先要根

据经济能力去购买原材料；然后以手工的方式，使

用简单的工具加工产品；再根据成本核算和市场条

件进行销售。这种传统方式的生产，受到经济、设备、

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使得手工艺人在生产时受

到的限制较多，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合作化后，

不仅从事生产的人多了，厂房大了。国家统一制定

计划指导生产和销售，生产用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

供给，许多之前从不敢触碰的大型、优质材料，都

有机会使用。企业通过国家提供的各种渠道，获得

技术革新，引入先进的机器。除了一些必须要保留

独特工艺美术韵味的关键工序采用传统工艺外，辅

助性的工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提高了

功效，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产品的销售也由国家

计划统筹，有专门的部门将其销往国内外。合作化

生产国家统筹包干的方式，使得手工艺人们没有了

生产之外的干扰，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生产创作。这

一时期的许多大型巨作，也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才能

够实现。如大型玉雕《攀登珠穆朗玛峰》、大型象牙

雕《北海公园》、《成昆铁路》（图 2）等，无论从艺

术形式还是工艺、体量都全面的突破传统。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艺影响是巨大

的，首先是在崩溃的边缘挽救了传统手工艺，使得

其恢复、发展；其次，以国家的意志和政治的力量，

改变了手工艺人的身份地位、生产方式、价值取向，

唤起了手工艺人们无比的工作热情；以国家统筹的

方式，对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等进行计划调配，激

发了手工艺人们的技术潜能。

在经过十年动乱后，经过 80 年代短暂恢复后，

我国的手工艺开始了全面的衰退。以 2001 年 7 月全

国最大的综合工艺美术企业——北京工艺美术厂因

资不抵债而破产为标志，宣告我国手工艺行业国有

化道路的终结。其中有很多原因，如国家不再倚重

手工艺行业进行出口创汇，国家政策支持与投入逐

渐减少；十年动乱使得企业人才培养中断，后继乏

人。之前的老艺人纷纷退休，企业开始老化，包袱

沉重；产品不能出新、企业经营不善等等，这些都

是表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

的强力干预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它的效率，对于

千百年来以个体劳作自由发展的手工艺，完全由国

家绝对的、一刀切的计划统筹，无疑等于阉割了它

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旦它在特殊阶段的特殊贡献丧

失后，随着国家意志和热情的消退，手工艺必将回

归到它本来的面目。我们欣喜的看到，在大量国有

工艺美术厂倒闭之后，散落到社会的手工艺人们又

以传统的生产方式开始了重新创业。但是，无论如何，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的恢复

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责任编辑：杨身源）

图2《成昆铁路》象牙雕刻  1973年 高110厘米、宽150厘米

图1《飞夺泸定桥》象牙雕刻 1959年 长125厘米、高50厘米


